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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工作報告 
中華民國 112 年度 

機械業是工業重要基石，隨著全球國際機械的不斷演變與升級，機械業趨勢

已經朝向智能化、智慧製造與淨零碳排等快速應用，造就新的產業發展型態。精

機中心因應機械產業趨勢，並以檢測技術為核心，技術研發聚焦於智慧製造，產

業領域以工具機、產業機械、智慧機器人等產業為發展範疇，配合政府連結未來、

連結在地、連結國際等三大戰略，投入推動智慧機械產業政策，並以智慧化關鍵

性之技術進行研發，厚植技術研發能量以引領機械產業結構優化轉型、提升附加

價值，以協助活絡國內機械產業並拓產國際外銷市場。 

一、 112 年度各項工作計畫 
112 年度共計執行政府委辦及補助計畫 14 項，中心技術應用及自主研

發 18 項；本中心 112 年度總收入 746,139 千元(政府計畫收入 453,988 千元，

業界收入 292,151 千元)，總支出 701,263 千元，營運餘絀數為 44,876 千元，

各計畫執行均能達成預期指標，支出亦能符合規定。 

●政府計畫總表：

項 
次 

政府 
單位 

計畫 
類別 計畫名稱 政府經費

(千元) 

1 

產發署 委辦 

智機產業化推動計畫(3/4) 114,748 

2 協助中小企業智慧應用升級計畫(4/4) 52,050 

3 工具機產業同規共軌暨品質長效數位化計畫(2/2) 75,905 

4 金屬加工設備效能提升計畫(1/4) 36,700 

5 

技術司 補助 

精密零件加工邊緣運算服務模組開發及環境建構
計畫(4/4) 60,307 

6 開放式儲區虛實輔助儲運系統開發計畫(1/1) 8,813 

7 植物性飲品加工機具與製程精進研發計畫(3/4) 17,694 

8 電動車精密模具加工應用關鍵技術開發計畫(1/1) 14,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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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政府 
單位 

計畫 
類別 計畫名稱 政府經費

(千元) 

9 標準檢
驗局 委辦 建立工具機安全檢測能力升級委辦計畫 540 

10 勞動部
職安署 委辦 推展機械設備器具危害風險評估技術計畫 2,305 

11 勞動部
職安署 委辦 工業 4.0 機械安全升級計畫-工業用機器人專案 1,216 

12 勞動部
職安署 委辦 推動機械設備器具抽樣監督調查管理計畫 1,673 

13 能源署 補助 磁電加熱節能設備技術發展計畫(2/3) 20,000 

14 貿易署 委辦 智慧機械海外推廣計畫 47,500 

註：○1 除上表所列政府計畫，另承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驗證業務委託，

112 年度委託金額計 229 千元。 

○2 112 年政府收入合計 453,988 千元。 

●中心技術應用及自主研發主要以工具機及零組件、產業機械、機器人及驗證服

務等 18 項，業界收入合計 292,151 千元。

二、 各項計畫之執行績效說明如下：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一) 智機產業化推動計畫(3/4)

1. 協助業者導入智慧化技術加速升級轉型，完成技術輔導 18 案次，促成輔

導廠商增加產值 15.61 億元、促進投資 31.285 億元、增加就業人數 35 人。

2. 協助工具機終端客戶以精機中心研發的產品智慧化設計技術，輔導中

小型工具機廠優化產品設計，協助廠商開發更具產品競爭力的智慧

工具機；協助產業機械業者投入智慧機械技術研發，推動產業機械業

者由傳統產業升級轉型為智機產業化。

3. 協助國內機器人業者，運用精機中心長期於科專、自主研發及專案計畫所

累積的核心技術與服務能量，加速機器人及自動化產業業者在 AI 智慧辨

識、性能校正優化、協作控制、能耗優化管理、故障預警、彈性派工或數

位應用管理等核心技術發展精進、補足缺口，進而協助設備商轉型為系統

服務供應者。

(二) 協助中小企業智慧應用升級計畫(4/4)

1. 以提高中小企業數位化能力為目標，藉由經濟部產發署「技術服務能量登

錄合格機構」(輔導單位)進行廠商輔導，協助設備製造業者(Maker)或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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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者(User)，導入智慧化生產與智慧化設備等應用服務模組，促成廠

商增加產值 3.83 億元、促進投資 1.31 億元。 

2. 推動系統整合業者(SI)、設備製造業者(Maker)或終端製造業者(User)共同

合作，加速導入智慧化應用服務模組技術與應用，本(112)年度推動 58 家

中小企業導入數位轉型智慧化功能模組，共 58 案均達到 L2 可視化(看見

問題)與其中 38 案接受 Phase II 輔導業者均達到 L3 透明化(了解問題)程

度。112 年度輔導案效益平均節省生產資訊處理時間達 85.3%、減少物料

在庫時間達 59.4%、降低品管成本達 51.8%，達成提升效率、提高品質或

降低成本之效益。

(三)工具機產業同規共軌暨品質長效數位化計畫(2/2)

1. 建置臺灣工具機產業推薦規範資訊平台，提供產業規範及相關圖檔文件

資料查詢下載服務，累計公告 25 項產業規範共 3,302 筆標準零件/組件介

面圖檔及文件。協助工具機廠商透過共用零件及共通性組件介面以簡化

機台設計時間，同時解決庫存品太多之問題。建置臺灣工具機產業品質

檢驗標準資訊平台，提供品質規範及相關文件資料查詢下載服務，累計

公告 20 項品質規範，並完成 158 項工具機生產工站檢測工序。

2. 目前已有 70 多家工具機及零組件業者加入資訊平台，其中有 23 家工具

機整機廠配合產發署產創平台計畫，分別導入產業規範、模組化設計，或

品質規範、品質溯源管理，縮短新機台開發時程，提升機台品質及穩定

性。

3. 112 年完成機電軟體與系統整合跨領域人才培育共計 306 人次。辦理標

竿企業參訪，參訪福特六和汽車、台達電子、漢民科技。辦理工具機產業

規範種子師資營，共計培訓 8 位種子師資。

(四) 金屬加工設備效能提升計畫(1/4)

1. 鏈結公協會，推動國內機械設備業(Maker)與金屬製品業(User)合作，共計

12 案輔導案，提升舊設備能效 (包含耗能零件升級、數位軟體)，建立降

低能耗解決方案，滿足節能生產需求，協助廠商設備能耗下降平均 29.5%，

並帶動相關業者每年碳排滅少達 4,622 噸 CO2e 之效益。

2. 推動產業朝智慧化、低碳化轉型，協助輔導國內金屬產業智慧化升級轉

型，導入 SMB 機聯網、生產管理可視化等相關功能，協助業者節省生產

資訊處理時間，並藉此提高生產效率，進而提高業者競爭力，本年度推動

12 案輔導案導入，其提升生產效率 5%以上，縮短資料處理時間 50%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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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藉由政府資源挹注，提升業者技術研發水準，降低研發風險，增強產業競

爭力，形成產業發展良性循環，進一步帶動企業產值與投資成長，其產值

增加 6,500 萬元及投資 17,630 萬元。

【經濟部技術司】 

(一) 精密零件加工邊緣運算服務模組開發及環境建構計畫(4/4)

1. 完成開發可信任智慧排程系統，可多元應用至航太、汽車、模具等加工應

用產業，已導入 5 家工具機廠與 10 家金屬加工業者，並分別累計促成增

加產值 2 億元與 4 億元。

2. 協助國內工具機廠震澤精密邁向高精密加工之智慧製造領域，透過導入

整機熱誤差補償技術，實際加工件尺寸之熱誤差可達到 14.3μm，確保使

用廠商長時間精密加工的產品精度穩定性，可協助其設備應用於國內半

導體等精密元件加工。

3. 「自適應熱誤差補償技術」成功導入至國內 5 家工具機廠，機台種類囊

括 30 台以上大型、中型、小型綜合加工機，減少精加工過程中主軸轉速

變換之刀尖端誤差與進給加工位置變換產生之溫升熱誤差，使精度維持

在 15µm 的產品等級，提升整體工具機產業的加工精度水準，提高產品附

加價值 5%，促進工具機產業打進航太高精度製品市場。

4. 完成開發多軸載具能源優化模組，可廣泛應用於不同廠牌機械手臂系統

(如:Yaskawa、ABB、Fanuc 等)，可降低能源消耗 17.15%，一支機械手臂

一年至少可節省約 9,240 度電。

5. 透過建立機器人精度與性能檢測校正平台，累計完成建置 13 項檢測服務

(5 項取得 TAF 認證)，從量測升級為校正服務協助業者提升產品競爭力。

協助臺灣大學、創博、東培工業、威森、醫百與 EPSON 等學界單位及廠

商，提供機器人定位重現性與準確度、機器人校正、客製化機器人檢測等

服務。進而藉由歷年累積機器人研發經驗，協助醫百科技協作型機器人精

度檢測與性能改善，定位精度由 1.29mm 提升至 0.80mm，且重複精度於

0.05 mm 內，應用外科手術導航系統，提升醫療品質與附加價值。

(二) 開放式儲區虛實輔助儲運系統開發計畫(計畫期程 111 年 5 月~112 年 4 月)

1. 因應中小型金屬加工業之倉儲環境現況與問題，開發虛實輔助儲運系統，

建立可提升無人叉車效能及安全車群定位搬運輔助模組，適用於無人/有

人混合式叉車車群情況的管理，並發展可強化開放式格位堆疊儲放效率

的虛實輔助倉儲管理系統，除具節能減碳功效，亦強化無人叉車業者產

品的價值性，協助系統整合業者搶佔金屬加工等製造業的倉儲智動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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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建立市場區隔性，提高應用端產線的倉儲搬運和管理效率，為產業提

升空間利用率 20%、取放效率提升 20%，提升無人叉車值勤率 15%，以

及車群迷航率減少 10%之生產效益。 

2. 完成地圖場域 UWB 及網格化定位系統建置，在定位範圍 20m 以上，定

位精度小於 30cm 內可即時顯示叉車操作人員及位置點；輔以視覺輔助

牙叉重心適應技術，藉由車體前方的視覺偵測，判斷叉車搬運物料時貨

物是否發生傾斜現象，藉以調整堆叉位置至物料重心，準確完成搬運管

理。

3. 提升我國製造業產線在智慧製造與生產管理的效率，使業者在物料管理、

搬運達到數位化、自動化、安全化，更加貼近精實生產的目標，強化中小

規模製造業的生產能量，加速產業建置高階製造中心的技術基礎，提升

國內產業競爭力。 

(三) 植物性飲品加工機具與製程精進研發計畫(3/4)

1. 與雲嘉南在地傳統業者合作，包含製程改善、量測技術系統開發、設備

升級智慧化及自動化規劃，提升在地產業技術與生產效能，促進投資 1.39

億元，增加產值 5.53 億元，增加就業人數 25 人。

2. 開發線上檢測與品質預測技術，完成製程參數搜集、光譜數據量測與粒徑

量測實驗測試，並利用 ANN 機器學習演算法建立植物性飲品之粒徑預測

訓練模型，應用粒徑預測技術可達成線上品檢目標，提高產品製程穩定度

及良率，取代目前國內製造業者多半是生產完成後，才進行參數及離線品

質記錄，此技術可穩定生產業者的品質，降低浪費生產成本且創造更高產

值。

3. 開發運用影像辨識技術，透過合適的光源設計搭配影像辨識演算法，以獲

得原物料的關鍵特徵，包括產品顏色、比例和瑕疵的辨識，依據多張影像

處理得到的數據，應用融合演算模型來建立品質的參數數據，建立智動化

模組化技術提供廠商使用，能在食品原物料投入生產前端進行品質鮮度

檢測以提升生產良率，並提升廠商效益。

(四) 電動車精密模具加工應用關鍵技術開發計畫(計畫期程 112 年 5 月~113 年

4 月)

1. 開發之「高精度軸心冷卻內藏式主軸系統」為針對國內內藏式主軸所欠缺

之軸心冷卻技術進行研發，透過發展具熱穩定特性的主軸冷卻技術，將可

大幅提升內藏式主軸切削精度與效能，其熱穩定變異量控制在 5μm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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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暖機時間從 20 分鐘縮短為 3 分鐘內完成，使設備加工精度達到

0.02mm，以滿足電動車精密模具之加工需求。 

2. 針對主軸溫度與能耗進行監控，發展全面的主軸溫度冷卻與控制技術，以

確保內藏式主軸運轉時軸心能確實冷卻，並開發主軸節能溫控模組，節省

高精度軸心冷卻內藏式主軸系統在不同加工階段之能源消耗，在節能模式

與加工冷卻模式狀況下比較，可節省 5%以上的能耗需求。

3. 未來輔導國內工具機廠導入內藏式主軸關鍵技術，提升內藏式主軸國產自

製率及提升工具機的加工精度等級，藉此協助工具機廠商把握電動車精密

模具發展商機，使國內廠商晉升為國際精密模具專用設備供應商，打入電

動車加工設備之供應鏈。並促進國內電動車精密模具與零件相關應用發展，

預計 3 年後可促進精密內藏式主軸產值約 6 億元 (推動相關主軸及工具機

廠商生產 500 支，每支約售價 120 萬元)，衍生工具機產業產值 30 億元。 

【經濟部標檢局】 

(一) 建立工具機安全檢測能力升級計畫

提供工具機業者有關國際標準法規及機電安全相關技術解說之到廠諮詢

服務達 26 家次及電話諮詢 39 家次，並於安全資料庫平台公告相關訊息，

點閱率達 21,982 人次，以協助業者符合國際最新安全標準。 

【勞動部職安署】 

(一) 推展機械設備器具危害風險評估技術計畫

1. 完成機械設備製造業風險評估技術輔導訪視工作 80 家，辦理風險評估軟

體設計參數相關會議 3 場，新增熱切割機等 3 種機械風險評估參數，協

助國內勞工了解機械風險特性，因應政策推動。

2. 搭配 VR 安全操作教材，推廣機械安全體驗活動 5 場次 125 人次，提供學

員機械危害體驗，擴散風險評估觀念宣導，建立安全意識。

(二) 工業 4.0 機械安全升級計畫-工業用機器人專案

辦理列管之車銑床申報登錄工作實務說明會 5 場次、ISO 13849 標準技術

要求業者座談會 3 場次，車銑床廠商與使用者輔導訪視 20 家次，勞檢員

機械安全實務等座談會 3 場，讓列管業者了解登錄要求與未來管理趨勢，

並提供勞檢單位對機械安全查驗與實務經驗，有助於政府管理政策推動

與勞動檢查實務滾動式調整。

(三) 推動機械設備器具抽樣監督調查管理計畫

對勞動部公告列管機械設備器具執行市場查驗及產品監督抽樣，完成製

造者/進口商/使用者後市場追查共 38 家、市場抽樣測試共 17 件，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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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登錄者產品安全管理意識，防止不安全機械設備使用，降低危害發

生並保障勞工作業的安全。 

【經濟部能源署】 

(一) 磁電加熱節能設備技術發展計畫(2/3)

1. 聚焦塑橡膠成形產業冷熱製程與乾燥製程之能耗問題，投入動態模溫機

分析設計技術與低溫電磁乾燥機分析設計技術開發，補強塑橡膠成形設

備製造業者、成形輔機製造業者、模具製造業者間跨領域技術整合缺

口，合計新增節電量約 287.4 萬度電/年。促成產業投資金額逾 31,650 千

元，增加就業人數 4 人。

2. 產出瞬熱型介電加熱器，將瞬熱介電結構整合介電匹配模組至動態模溫

設備，透過實際生產驗證，相較傳統模溫設備，動態模溫設備可縮短 56.8%

之升溫時間，節能 46%，以生產 100 模次計算，時間縮短 50.2%。

3. 產出低含水率乾燥機構、負壓調控模組，整合出國內應用於塑料乾燥用

60kg/hr 級負壓電磁乾燥機，透過調整負壓降低塑料乾燥露點，使塑料乾

燥後含水率≦100ppm(滿足 90%以上工程塑料)，與傳統烘料製程(熱風式)

比較，烘料時間縮短約 62.5%、節能比例約 60.2%。

4. 技術授權昌榮機械，合作開發低含水率電磁乾燥設備，並於占暉光學完成

技術驗證，以光學鏡片為標的物，進行射出測試，經實測，與傳統乾燥設

備相比，塑料乾燥(PC、PA)60kg/hr，能耗從 9.53 kWh 降低至 3.79 kWh，

節電能約 61.7%；動態模溫機與傳統模溫機(定模溫機+冰水機)相比，進行

100 模次估算，加熱能耗從 38.55kW 降低至 22.36kW，節能約 41.5%。

【經濟部貿易署】 

(一) 智慧機械海外推廣計畫

1. 與 4 家公協會共同完成數位行銷輔導 4 案，輔導廠商 82 家，針對產業特

性設計並優化企業官網、共同行銷平台，並協助廠商運用社群行銷、

Google 關鍵字、數位媒體廣告等行銷工具，增加業者訂單達 8,791 萬美

元。

2. 延續 111 年建置之線上形象館：木工機、機器人、工具機、塑橡膠機、製

鞋機產業與 112 年新增電子設備產業，進行網站整合與介面優化。5 個線

上形象館，6 個次產業別，讓全球買主更快速找到台灣設備廠商。112 年

新增 50 家廠商上線展示，包括電動車館新增 20 家、航太館新增 21 家、

建材家具館新增 4 家、製鞋館新增 1 家、醫材館新增 4 家，累計 164 家

廠商上線展示，累積國外瀏覽人數 5.1 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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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搭配國際展覽與線上形象館推出 3 場主題式論壇，包含智慧循環製造技

術、機能織品智造工程、AI 機器視覺技術應用新商機線上論壇，透過計

畫網站、YT 頻道與社群媒體等，並推廣給國內外相關公協會與業者，累

計國外觀看人數 885 人次。

4. 完成 8 場海外展覽，包括德國木工機展、馬來西亞國際工具機暨金屬加

工設備展、越南胡志明工具機展、馬來西亞國家智慧展、漢諾威工具機展、

日本塑橡膠機展、日本機器人展、印尼製造展等，有助於提高臺灣智慧機

械知名度。

三、 中心技術應用及自主研發成果： 

(一) 工具機與零組件

1. 探討「運動控制參數結合加工參數對表面粗度分析」，以實驗配置法規劃

10 因子 3 水準之實驗配置表，進行 KAKINO 路徑實際切削並量測工件

表粗，透過 SN 望小特性，分析各因子影響表粗之佔比，由分析結果得

知，偏擺對於表面粗度影響最大，佔比約有 40%，並且透過分析解果，

找尋對表粗最適化之運動控制參數與加工參數，執行加工測試，表面粗

度(Ra)約可從 0.4µm 減少至 0.1µm。

2. 開發「強健性最佳化排程技術」，既有排程存在且相同生產條件下，針對

使用者提供之加工時間變異範圍內，提供一模型具備最小化變異標準差與

完工平均值等 2 目標，並開發 1 型二階段混合進化演算法，且模擬產線於

各種不穩定劇本，預期投產前準交率提升 30%。

3. 開發「工具機加工性能評估模組」，依照不同的使用情境與加工工件評估

其品質與效率，協助使用者制定決策，而估測品質之準確度達 80%；開發

加工製程參數優化決策模組，掌握機台特性與加工參數，提升整體加工效

率 20%。

4. 開發「主軸健康預診系統」，透過整合預壓力、振動及溫度特徵，量化主

軸健康及預壓值。

5. 開發「整機綜合熱誤差補償技術」，並整合主軸暨進給軸熱變形建模與補

償技術，確保機台在長時間使用與環境溫度變化下，讓實際加工件軸向尺

寸之熱誤差維持在 15μm 以內。

(二) 產業機械

1. 完成「捲狀材料之異色汙損瑕疵智慧化辨識功能開發」，協助業者建立

捲狀材料 AI 瑕疵辨識模組與增設材料檢測履歷系統，結合 AOI+AI,準確

辨識異色瑕疵並畫記瑕疵位置資訊，輔導後，從人力檢測速度 5m/min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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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至智慧化檢測速度 20m/min，品檢產能提升 350%以上。協助廠商提供

高品質的產品,有效滿足客戶製程技術之耗材需求。 

2. 完成「微波驅動模組」，模組功率為 1kVA，採用全橋 IGBT 設計，具有

高電能轉換效率(71.8%)，能以 2.45GHz 之微波乾燥高濕性材質，且具備

診斷維護功能，以燈絲電流預估燈絲命，正常燈絲電流為 7.86A，壽命將

至燈絲電流為 6.04A，適用於高濕性塑料應用於射出成形製程所需低含

水率(100~50ppm)需求。

3. 完成「齒輪 AI 品質檢驗暨最佳中心距診斷系統」，可以檢測齒輪的嚙合

品質(包括傳動誤差、大波誤差、小波誤差、齒對齒誤差、背隙等)，並使

用 AI 與 AOI 技術對齒印痕跡進行智慧影像辨識，提供組裝傘齒輪中心

距之調整建議，可使 90%的組裝誤差範圍在 0.05mm 內。

(三) 機器人

1. 開發移動型雙臂機器人系統技術，將雙臂協作機器人結合無人搬運車，

具備人機互動與自主移動能力，並建立機器人重心調整技術，減少姿態

轉換的重心偏移現象，自適應性調整機器人重心，增進穩定度，提升機

器人於生產的多變性和調度彈性。

2. 機器人離線精度校正軟體模組 iRACE，開發泛用型主動式 SMR 模組與

提供 ISO 9283 國際標準檢測認證服務，擴展中大型機械手臂精度檢測

及移動型機器人性能檢測能量，大幅降低機器人檢測校正成本，累計服

務廠商單位達 31 家，共 50 案。

3. 發展電腦輔助生產系統(iCAPS)，提供產線設備串聯整合自動化加值服

務；新增刀具資源選用輔助模組技術，可依照加工性能需求產出刀具建

議資訊，提升人員選刀效率 40%以上。

4. 發展工業型機械手臂能源使用最佳化技術，運用 ANN 神經網絡技術，

建立機械手臂能耗關係模型，可根據任務條件提供速度、加速度或路徑

參數分析優化，應用於肥料包堆棧作業，節省能源效率平均達 17%以上。

(四) 驗證服務

1. 因應國際節能減碳趨勢，完成溫室氣體查證能量建置，取得 TAF ISO

14064-1 組織型溫室氣體查證能量，並取得環境部、金管會主導查證員

資格，可協助產業查證業務，解決業界能量不足之狀況。

2. 建置完成工具機節能減碳標準 ISO14955-1/-2/-3/-4 多點量測分析能量，

協助機械產業設備能耗測試及分析，並可協助國內工具機業者取得歐盟

驗證證書，提升國內工具機業者之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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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置協同作業機器人安全碰撞檢驗能量，並完成國內第一家衝擊能量

TAF 認證單位，可協助業者進行協作機械人碰撞測試及安全評估。

4. 智慧機電檢測實驗室建置心穿戴動態心電圖機 IEC 60601-2-47、急診用

心電記錄器 IEC 60601-2-25、IEC 60601-2-27 檢驗技術，並完成 TAF 增

項認可，可協助國內醫療器材上市前安全檢驗，符合國內外醫療產品之

認證。

(五) 人才培育

辦理工具機、機器人、木工機械及產業機械等相關領域之研討會商機分

享會共 55 場次，2,809 人次；辦理中長期訓練課程，包含計畫公開班、

企業包班及自辦招生性質共舉辦 9 班，培訓 210 人次，協助機械業者瞭

解機械相關技術及政府相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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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

單位：新臺幣元

金額
(3)=(2)-(1)

%
(4)=(3)/(1)

*100

671,102,209 收入 619,749,000 746,139,447 126,390,447 20.39

657,563,131  業務收入 617,199,000 734,468,208 117,269,208 19.00

657,563,131  勞務收入 617,199,000 734,468,208 117,269,208 19.00

111,397,025   補助計畫收入-政府 99,054,000 121,122,151 22,068,151 22.28 說明1

274,435,893   委辦計畫收入-政府 250,830,000 332,865,819 82,035,819 32.71 說明2

8,130,194   委辦計畫收入-廠商 13,000,000 30,043,340 17,043,340 131.10 同說明2

19,002,125   計畫衍生收入 18,000,000 19,301,030 1,301,030 7.23

244,597,894   服務收入 236,315,000 231,135,868 (5,179,132) -2.19

13,539,078  業務外收入 2,550,000 11,671,239 9,121,239 357.70

13,332,563  財務收入 2,500,000 9,768,071 7,268,071 290.72 說明3

206,515  其他業務外收入 50,000 1,903,168 1,853,168 3,706.34 說明4

641,245,282 支出 604,549,000 701,262,543 96,713,543 16.00

634,048,658  業務支出 600,648,000 691,836,166 91,188,166 15.18

634,048,658  勞務成本 600,648,000 691,836,166 91,188,166 15.18

111,397,025   補助計畫支出-政府 99,054,000 121,122,151 22,068,151 22.28 說明1

274,435,893   委辦計畫支出-政府 250,830,000 332,865,819 82,035,819 32.71 說明2

8,130,194   委辦計畫支出-廠商 13,000,000 30,043,340 17,043,340 131.10 同說明2

10,894,171   計畫衍生支出 12,655,000 11,733,233 (921,767) -7.28

229,191,375   服務支出 225,109,000 196,071,623 (29,037,377) -12.90 說明5

483,189  業務外支出 100,000 129,089 29,089 29.09

0  財務費用 0 0 0 0.00

483,189    其他業務外支出 100,000 129,089 29,089 29.09 說明6

6,713,435  所得稅費用 3,801,000 9,297,288 5,496,288 144.60 說明7

29,856,927 本期賸餘(短絀) 15,200,000 44,876,904 29,676,904 195.24 同說明8

說明1：

說明2：

說明3：

說明4：

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收支營運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上年度

決算數
項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1)

本年度

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說   明

說明5： 主要是撙節衍生支出，故決算數低於預算數。

說明6： 主要係處分耐用年限到期之財產損失。

說明7： 綜合各項目收入支出後，本期賸餘較預算數增加，對應所得稅支出因而增加。

說明8： 收入面主要是受外幣及台幣存款利率調升，帳上財務收入認列利息收入，總收入達到預算數，支出面仍持續撙節支出原則，

        故本年度賸餘較預算增加。      

112年增加科發計畫「電動車精密模具加工應用關鍵技術開發計畫」故補助計畫經費較預算數高。

主要係疫後加帳「智機產業化推動計畫」、「協助中小企業智慧應用升級計畫」及新增「金屬加工設備效能提升計畫」，故

委辦計畫經費較預算數高。

主要受外幣及台幣存款利率調升，帳上認列之利息收入高於預算數。

主要係處分閒置物品產生之其他業務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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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本年度

決算數

一、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稅前賸餘(短絀) 54,174,192

    利息收入 (8,416,333)

1.調整非現金項目

(1)折舊 15,961,912

(2)各項攤銷 2,508,086

(3)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 105,194

2.與業務活動相關之流動資產(負債)變動數

(1)應收款項增加 (25,852,349)

(2)其他流動資產減少 474,542

(3)其他應付款增加 24,034,267

(4)其他流動負債增加 4,892,177

  業務產生之現金

  收取利息 7,129,001

  支付所得稅 (2,389,698)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72,620,991

二、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1.取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65,027,904)

2.購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2,905,167)

3.購置無形資產 (2,228,363)

4.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價款 4,096

5.存出保證金減少 839,007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89,318,331)

三、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1.存入保證金增加 128,100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28,100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16,569,240)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137,317,694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120,748,454

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現金流量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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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本年度期初 本年度期末
餘 額 餘 額

(1) 增  加(2) 減  少(3) (4)=(1)+(2)-(3)

基金 63,880,090 0 0 63,880,090

  創立基金 60,000,000 0 0 60,000,000

  其他基金 3,880,090 0 0 3,880,090

公積 7,856,163 0 0 7,856,163

  其他公積 7,856,163 0 0 7,856,163

累積餘絀 432,790,568 44,876,904 0 477,667,472

 未指撥累積餘絀 432,790,568 44,876,904 0 477,667,472 本期增加營運賸餘。

合 計 504,526,821 44,876,904 0 549,403,725

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淨值變動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項 目
本年度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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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資產負債表

比較增(減)

金額
(3)=(1)-(2)

%
(4)=(3)/(2)*100

  流動資產 502,632,583 427,508,780 75,123,803 17.57

120,748,454 137,317,694 (16,569,240) -12.07

247,489,115 0 247,489,115       -

127,020,806 101,168,457 25,852,349 25.55

現金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流動

應收款項    

其他流動資產 7,374,208 6,561,418 812,790 12.39

  投資、長期應收款及準備金 40,761,074 40,761,074 0 0.00

39,880,090 0 39,880,090   -

880,984 880,984 0 0.00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非流動 0 39,880,090 (39,880,090) -100.0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55,688,881 148,854,916 6,833,965 4.59

    土地 42,729,489 42,729,489 0 0.00

    房屋及建築 111,073,884 95,458,555 15,615,329 16.36

    機械及設備 167,402,608 160,371,337 7,031,271 4.38

    交通及運輸設備 1,233,333 1,233,333 0 0.00

    什項設備 11,671,643 10,898,733 772,910 7.09

    租賃權益改良 16,909,244 16,909,244 0 0.00

    減:累計折舊 (195,331,320) (180,202,918) (15,128,402) 8.40

    購建中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0 1,457,143 (1,457,143) -100.00

  無形資產 6,936,852 7,159,006 (222,154) -3.10

    電腦軟體 27,343,445 25,115,082 2,228,363 8.87

    減:累計攤銷 (20,406,593) (17,956,076) (2,450,517) 13.65

  其他資產 7,123,319 7,505,979 (382,660) -5.10

    遞延所得稅資產 5,958,632 5,444,716 513,916 9.44

    存出保證金 1,069,135 1,908,142 (839,007) -43.97

    其他什項資產 95,552 153,121 (57,569) -37.60

資產合計 713,142,709 631,789,755 81,352,954 12.88

(接下頁)

中華民國112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本年度決算數

(1)
上年度決算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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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82,461,211 (182,461,211) -100.00



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資產負債表

比較增(減)

金額
(3)=(1)-(2)

%
(4)=(3)/(2)*100

(承上頁)

  流動負債 161,170,889 122,879,032 38,291,857 31.16

144,420,764 120,386,497 24,034,267 19.96

11,684,419 2,319,006 9,365,413 403.85

5,065,706 173,529 4,892,177 2,819.23

    其他應付款

    本期所得稅負債

    其他流動負債     

  其他負債 2,568,095 4,383,902 (1,815,807) -41.42

4,337 1,948,244 (1,943,907) -99.78遞延所得稅負債

存入保證金 2,563,758 2,435,658 128,100 5.26

負債合計 163,738,984 127,262,934 36,476,050 28.66

  基金 63,880,090 63,880,090 0 0.00

    創立基金 60,000,000 60,000,000 0 0.00

    其他基金 3,880,090 3,880,090 0 0.00

  公積 7,856,163 7,856,163 0 0.00

    其他公積 7,856,163 7,856,163 0 0.00

  累積餘絀 477,667,472 432,790,568 44,876,904 10.37

    未指撥累積餘絀 477,667,472 432,790,568 44,876,904 10.37

淨值合計 549,403,725 504,526,821 44,876,904 8.89

負債與淨值合計 713,142,709 631,789,755 81,352,954 12.88

中華民國112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本年度決算數

(1)
上年度決算數

(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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